
问题。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便把眼光落到

了农民身上。一方面将一些不应由农民承担的开支转

嫁过去，即“明抢”；另一方面通过地方财政做 手脚，即

“暗拿”；有的在安排预算时进行“技术处理”，使农业支

出“明升暗降”；有的甚至连上 面 给的专款也 不让其到

位。时下，这些名堂似乎已逐渐形成了“行业默 契”，令

人担扰。

“明抢”和“暗拿”是互 为表里的，后果自然不言而

喻。据某地 11 个县（市）统计，因 1 100 万元农业开发资

金没有到位，致 使 4.5 万 亩开荒，2 000 亩草场改良，

2.3 万亩大棚育秧，112 座桥、涵、闸，234 眼机电井，408

台套农用机具和 900 头种畜购置项目没有完成。这些

数据明白无误地反映了直接后果，而滞后效应就 更难

以 用数字准确表达了。

枯燥的统计数据潜藏着复杂的内蕴，所折射出的

深层问题是：农业在一些地方财政的位置无足轻重。这

大概是因 为直接从农业和农民那里获得的财政收入不

多的缘故。殊不知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财政收 入中，

以 农产品 为原料的轻纺工业、加工工业和为农服务的

机 械工 业挑了大梁，“广阔天地”还是工业品的重要市

场。这就 是说，农业对经济发展、财政增收起着基础性

作用，而农民则是实现这一基础的根本力 量。地方政府

和财政部门切不可把农业 当成“垫脚石”、“敲门砖”，过

河拆桥，愧对农民。

如 今，制止“明抢”呼声日 高，而纠正“暗拿”何时才

能走出审计？人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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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后技术改造进展迅速是

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美国企业进

行技术改造的资金，主要靠企业内

部形成，但政府政策的刺激和引导

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企业资金的内部来源，一

是未分配利润，二是折旧提成。未分

配利润是从公司的利润总额中支付

税款和股息之后留在公司的那部分

货币储备。折旧提成随其他成本要

素一道从销货收入中核减，但公司

当时并不支付与折旧费等额的现

金，随着所生产产品的实现，折旧便

以现金或其它流动资金的形式留在

公司或企业，因此，从公司的立场来

看，它便也成为公司内部的资金来

源。美国政府正是根据这两个来源

制定政策，增强企业技术改造的能

力，这些政策主要有加速折旧政策

和税收优惠政策。

加速折旧政策是刺激资本形成

的有力杠杆，它实际上是一种间接

的税收优待，因为企业在缴纳企业

所得税而计算纯收入时，折旧费可

以从收入中扣除，所以每年的折旧

率越大，企业应缴纳的收入就越小，

应纳税款也就越少。加速折旧政策

的实施途径，一是缩短固定资本的

折旧期限，战后美国固定资本的折

旧期限呈逐步缩短趋势。二是应用

加速折旧的计算方法，包括年限总

额法和加倍余额递减法，使企业在

规定的折旧期限内，先多分摊后少

分摊，在折旧期限的头几年里就将

大部分折旧费用分摊完毕，因而达

到加速折旧的目的。

实行减免税政策，也是美国政

府用来刺激资本形成、促进技术更

新改造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些政策

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公司实行投

资减税法，按照该法，公司企业就可

以直接将其投资减税额从应纳所得

税项下减去，从而使公司少纳税款。

二是削减收入税促进资本形成，鼓

励投资。三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刺激

私人储蓄的增长。因为美国私人投

资资金有 2/3 左右来源于私人储

蓄，增加储蓄可以达到增加投资的

目的。

除了利用优惠政策保证企业技

改资金总量的增长外，美国政府还

制订了一些惩罚性法令强制企业技

改质量不断提高。政府根据一定时

期的特定目标，规定一些直接的经

济技术指标，要求企业必须达到，否

则给予惩罚，这样企业就不得不把

大量积累的资金用于技术改造上，

从而加速了技术改造的进程。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美国政府的上述政策，在微观

和宏观领域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就微观领域看，由于加速折旧与技

术改造之间的良性循环，使陈旧设

备能够及时得以淘汰，使得从事修

理工作的人员为数很少，这实际上

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减少了越来越

多的机器设备的修理费用，提高了

生产效率。就宏观领域看，由于技术

改造进展迅速，使美国战后的经济

发展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达

到了经济的高效率增长。

说起美国政府战后对技术改造

的政策，引出我们如下的思索：

—— 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力是不

可忽视的，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尤

为突出。但是，由于我国目前政企还

难以分开，政府的作用表现为对企

业的行政性管理，企业只是随着行

政权的收收放放而变换着自身的归

属，并未获得独立经营的权利。这一

方面造成政策实施的微观环境的丧

失，一方面又形成行政权力对企业

内部和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分割，

最终使政府政策失去作用力，出现

令行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

面。因此要维护政策的权威性，首先

要明确政府和企业的各自地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

着会计等核算准则的建立健全，企

业具有了合法的自身利益和资本化

的产权，成为微观经营活动的主体，

这时候如何发挥政府的职能就成为

宏观研究的重大课题。美国政府对

技术改造的推动主要采用了经济手

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又以税收手

段为主，这表现出政府干预的间接

性和经济利益性，政府主要发挥了

引导、扶持的作用，这是符合市场经

济要求的。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

过程中，除了要从这方面考虑外，还

要研究国有资产部分的干预形式问

题，否则国有企业与其它企业在技

术改造方面的差距和矛盾会越来越

大。

——企业主管部门曾是集多种

社会职能于一身的行政机构，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主管部门将分解

和取消，代之以行业协会和多种形

式的中间性组织。对于技术改造而

言，这些中间性组织将成为重要的

投资者。中间性组织的存在既有利

于强化市场功能，同时它的盈利性

可以使它吸收各种性质的资金支持

企业的技术改造，避免资金因性质

不同而产生的分割。在企业自身积

累能力不足，政府政策优惠度不大

的情况下，它是一种重要的替代形

式。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特别

是辽宁等老工业基地技术改造的任

务相当重，技术落后，严重影响了企

业的发展，这些企业常常是依靠着

巨额的修理费用维持着低效的生产

能力。如果要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

造，其资金来源企业负担不了，国家

也负担不了。鉴于这种情况和我国

经济的梯级开发战略，可试行改造

一块、扔掉一块的方法，即利用发达

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沿海与内地联

合的形式，将一些不适合本地发展

需要的工业转移到内地，保留一部

分必不可少的工业用新技术进行改

造，并着力发展高技术产业。这样可

以有效地推迟或分流一部分技术改

造任务，使企业尽快走出困境。

简讯·书讯·文摘

简 讯
  奋不顾身扑山火  精神文明凯歌传

1993 年 4 月 15 日下午 4 时 59分，中央财政管理

干部学院 92级财政系投资班张效文、徐卫、刘景坤、吴

玉龙同志路过法海寺森林公园时，发现距法海寺约 200

米的山顶起火，他们迅速跑到起火地点，看到约 50 米

宽、10 米长面积内的枯草树木已燃着，火势继续向四周

蔓延，他们立即用树枝扑打灭火，并快速拔除枯草以隔

离火势。但因山顶风大草干，且无灭火工具，火势难以

控制，使附近的高压线和法海寺（寺内有国家重点保护

文物）受到严重威胁。

为及时扑灭大火，保护国家财产，徐卫、刘景坤、吴

玉龙三人留下继续灭火，张效文跑步回学院报告火情。

在总务处职工雷颜鹏、周祥刚主动协助下，及时与有关

单位联系求援。同时，92级投资班王沿英、李雄光、董顺

生、92级财会班穆玉顺、杨建华、郝永刚、张洪杰等同志

闻讯赶往起火地点。在公安消防队、法海寺工作人员和

管院学员共同努力下，及时扑灭了山火。

这次山火蔓延 1000 多平方米，烧毁 36 棵 5-10

公分粗的松树。由于发现、报告和扑救及时，避免了一

场可能焚毁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古迹和引燃高压线的重

大火灾，有关部门对此十分感谢。
张效文、徐卫、刘景坤、吴玉龙等同志在国家财产

安全受到威胁时，自觉挺身而出，奋力抢救，充分体现

了他们对国家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不为名不为利的

高尚思想品德。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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